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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目的 评估导师制在进修医师培训中的作用ꎮ 方法 纳入了自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９ 年在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进修

的进修医师 ６０ 名ꎬ分为导师制组(ｎ＝ ３２)和非导师制组(ｎ＝ ２８)ꎬ采用横断面问卷调查的方式评估导师制对进修医

师临床、科研产出以及职业发展的影响ꎮ 结果 导师制组进修医师成功申请科研基金的更多(Ｐ<０ ０５)ꎬ发表科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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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正向促进作用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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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西希　 导师制教学模式对进修医师学术产出和职业发展的影响

　 　 进修是医学继续教育的重要方式ꎮ 传统的培养

模式为“散养型”ꎬ进修医师需要自主熟悉新工作环

境ꎬ学习新疾病种类和诊疗常规ꎬ同时要在进修期间

有科研产出ꎬ进修收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修医师

的主观能动性ꎮ
北京协和医院是成熟的医学临床教育机构ꎬ

每年承担着千余名进修医师的教学任务[１] ꎮ 肾内

科为了创造更好的专科培训平台ꎬ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

试行进修医师导师制 ( ｍｅｎｔｏｒ￣ｂａｓｅ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￣
ｇｒａｍ)ꎮ 导师制是指一个临床上能力、知识和经验

更丰富的个体给予学员建议、指导和支持的教学

方法[４] ꎮ 导师制在医学教学中可以促进职业选

择、增加科研产出并加快职业发展[５] ꎮ 这种培训

制度更适合时间短、环境新、内容专精的进修学

习ꎮ 但目前导师制在进修教学中的应用尚不普

及[６] ꎬ对于进修医师培养的影响及该培养方法的

优势与问题尚不清楚ꎮ
本研究以进修后的科研产出与临床晋升情况作

为主要终点对导师制的培训效果进行评价ꎮ

１　 研究对象与方法

１ １　 研究对象

本研究纳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开始试行进修医师导

师制教学后至 ２０１９ 年所有来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

进修且对问卷做出有效回复的学员ꎮ 学员均来自全

国三级医院ꎬ并经入学考试合格后录取ꎬ进修时间 ６
个月到 １ 年ꎮ 按照是否参加导师制培训ꎬ分为“参
加导师制”及“未参加导师制”２ 组ꎮ

确定导师的方法如下ꎬ选取科内业务能力较强

的副高及以上职称医师组成进修医师导师库ꎮ 导师

与进修医师可根据自身的研究方向进行匹配及双向

选择ꎬ一经选定则为一对一配对ꎮ 导师直接负责进

修医师的带教工作ꎮ 进修医师可在导师的指导下参

与其感兴趣的科研工作ꎮ
１ ２　 方法

１ ２ １　 调查方法:采用问卷星软件进行基于微信的

横断面问卷调查ꎮ
１ ２ ２　 调查内容:调查问卷分为 ３ 部分ꎮ 第 １ 部

分是进修医师的基本情况ꎬ包括性别、年龄、来源、
进修前的学历、职称和工作经验ꎮ 第 ２ 部分评估

进修后的临床和科研职务变化ꎬ科研产出(包括科

研文章和基金申请两方面)ꎮ 第 ３ 部分是关于导

师制教学的问题ꎬ仅限参与导师制教学的进修医

师回答ꎬ包括接受导师指导的时长、对导师制培训

的评价及收获ꎮ
１ ３　 统计学分析

问卷结果通过问卷星导出后录入 ＳＰＳＳ ２４ ０ 软

件ꎬ并进行分析ꎮ 计量资料(人数)以百分比(％)来
表示ꎬ分类变量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检

验ꎬ连续变量的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ꎮ

２　 结果

２ １　 一般情况

共发放问卷 ８６ 份ꎬ有效回收问卷 ６０ 份ꎬ回收

率 ６９ ８％ꎮ 所有进修医师中女性占 ７０ ０％ ( ｎ ＝
４２)ꎮ 所有进修医师在进修前的工作时间都大于 ３
年ꎬ工作时间在 ５￣１０ 年的占 ５９ ０％( ｎ ＝ ３６)ꎮ 大

部分进修的时间是 １ 年占 ７５ ０％(ｎ ＝ ４５)ꎬ剩余的

进修时间为 ６ 个月ꎮ 进修医师年龄ꎬ学历及基线

职称分布ꎬ按照是否参加导师制进行分层(表 １)ꎮ
其中ꎬ参加导师制组的职称以中高级职称为主ꎬ未
参加导师制组初级职称比例较高ꎮ 而两组间的学

历和年龄构成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

表 １　 ２０１４—２０１９ 年纳入本研究的进修医师人员

　 　 结构及比较

Ｔａｂｌｅ １　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
　 　 　 　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１４—２０１９

项目 类别
总体

(ｎ＝ ６０)
参加导师制

(ｎ＝ ３２)
未参加导师制

(ｎ＝ ２８)

职称 初级 ４ ０ ４

中级 ４８ ２９ １９

高级 ８ ３ ５

学历 本科 ２８ １５ １３

硕士 ２８ １３ １５

博士 ４ ４ ０

年龄 ３０~３５ １４ ５ ９

３５~４０ ３５ ２４ １１

４０~４５ ８ ２ ６

>４５ ３ １ ２

进修医师的进修目的主要是增加专科临床诊疗

能力ꎬ此外ꎬ６１ ７％(ｎ ＝ ３７)的进修医师希望同时加

３９６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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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科研能力ꎬ另有近一半(４５ ０％)的进修医师(ｎ ＝
２７)想学习特定的技术ꎬ如肾脏病理、造瘘、腹透技

术等ꎮ
２ ２　 参加导师制组与未参加导师制组比较

在参与答卷的 ６０ 名进修医师中ꎬ参加导师制组

共 ３２ 人ꎬ占 ５３ ３％ꎻ未参加导师制组为 ２８ 人ꎬ占
４６ ７％ꎮ 两组的性别和年龄分布没有差异ꎮ

在进修结束后ꎬ参加导师制组较未参加导师

制组ꎬ科研产出更多ꎮ １)参加导师制组中ꎬ有 １１
人以第一或者通信作者发表 ＳＣＩ 或核心期刊论文

共 ２７ 篇ꎬ未参加导师制组中ꎬ有 ７ 人发表科研论文

共 １２ 篇ꎮ ２)在科研基金申请方面ꎬ参加导师制组

中成功申请基金者 ６ 人共申请 ９ 项基金ꎬ全部申请

成功ꎬ而未参加导师制中有有 ２ 人申请了基金ꎬ但
无人申请成功(Ｐ<０ ０５)ꎮ ３)晋升情况方面ꎬ参加

导师制的医师中 ６ 名医师临床职务有所提高ꎬ未
参加导师制的医师中 １１ 名临床职务有所提高ꎮ
２ ３　 学员对于导师制的评价

参加了导师制教学的进修医师对这一培养项目

的评价是积极的ꎮ １)临床方面:所有参加导师制培

训的进修医师都认为导师制对临床能力的提高有帮

助ꎬ其中 ６５ ６％(ｎ ＝ ２１)认为很有帮助ꎬ３４ ４％(ｎ ＝
１１)认为有一定帮助ꎮ 而在提高专科操作和诊疗能

力方面ꎬ ６２ ５％ ( ｎ ＝ ２０) 的医师认为很有帮助ꎬ
３１ ３％(ｎ＝ １０)认为有一定帮助ꎮ ２)科研方面ꎬ参加

导师制组学员中 ７８ １％(ｎ ＝ ２５)认为导师制对科研

思维的提高很有帮助ꎬ２１ ８７％(ｎ＝ ７)认为有一定帮

助ꎮ 而对于科研产出ꎬ５０ ０％(ｎ＝ １６)的医师认为导

师制很有帮助ꎬ５０ ０％(ｎ ＝ １６)认为有一定的帮助ꎮ
大部分参与了导师制的进修医师认为导师制增加了

专业知识ꎬ强化了临床诊疗思维ꎬ增加了科研思维和

产出ꎬ３４ ４％(ｎ＝ １１)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了科研并

且有所产出ꎮ
总体来讲ꎬ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进修医师导师

制培训收到了正面的成效ꎮ 参加了导师制的进修医

师ꎬ９３ ８％(ｎ＝ ３０)会向其他医师推荐这一项目ꎬ而
其中 ５３ １％(ｎ＝ １７)会强烈推荐ꎮ

根据学员反馈ꎬ目前导师制仍有可提高的空间ꎬ
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导师及进修医师本身时间不

足、进修医师基础参差不齐以及导师定位不明确几

方面(表 ２)ꎮ

表 ２　 导师制的主要问题

Ｔａｂｌｅ ２　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ｍｅｎｔｏｒ￣ｂａｓｅｄ
　 　 　 　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

问题描述 回答占比例 / ％

导师太忙ꎬ指导学员时间不够 ５０ ０

导师定位不明确 ２５ ０

进修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跟导师好好学习 １５ ６

自身科研基础较差难以跟上导师的节奏 １２ ５

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没有明确的科研产出 ６ ３

进修时间太短 ６ ３

３　 讨论

进修是临床医师继续学习和提高专业技术水平

的重要手段[２]ꎮ 肾内科有多个亚专业和研究方向、
多种专业操作技术ꎬ故进修培养尤为重要ꎮ 目前进

修医师的管理模式难以达到提高临床能力和增加科

研产出的目标[３]ꎮ 为解决上述问题ꎬ北京协和医院

肾内科对进修医师进行教学改革ꎬ逐步推行进修医

师导师教学制度ꎮ
本研究显示导师制对进修医师的临床和科研

工作都是有积极意义的ꎮ 在医师的个人职业规划

中ꎬ科研能力十分重要ꎬ对于面临着晋升压力的进

修医师更是如此ꎮ 科研产出(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)
的多少常以科研论文的发表数量、论文被引用情

况以及基金申请和获批情况来衡量[８] ꎮ 故本研究

以科研产出和临床晋升作为终点ꎬ评估导师制培

养的效果ꎮ
导师制培养的进修医师 ＳＣＩ 或核心期刊论文

总数多于未参加导师制的医师ꎬ二者间的差异无

统计学意义ꎬ可能与参与调查的人数本身较少相

关ꎮ 两组间的基金申请和成功情况的差异明显

(Ｐ<０ ０５)ꎬ导师制组申请基金的人数和成功率都

更高ꎬ申请基金不仅需要科研基础ꎬ还要有科研思

路和可行的实施方案ꎬ这一结果体现了导师制培

养组更高的整体科研素养ꎮ 两组间的晋升情况差

异无统计学意义ꎬ从数目上非导师制组的晋升人

数更多ꎬ这与两组基线职称与年资构成不同和随

访时间差异有关ꎮ 导师制的学员中中高级职称更

多ꎬ晋升需要更多的科研产出及临床能力ꎬ故晋升

较慢ꎬ本研究涉及了自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９ 年的学员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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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参加导师制的学员由于随访时间尚短ꎬ进修

的成果还未转化为临床晋升ꎬ今后更长期的随访

将有助于了解导师制的长期效果ꎮ 学员对导师制

的主观评价是积极的ꎬ近八成的进修医师认为导

师制对科研思维的帮助很大ꎮ
导师制模式的进修医师培养还处于探索阶段ꎮ

本研究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ꎮ 包括导师的定位不够

清晰ꎬ时间安排上无法满足进修医师的需要以及进

修医师与导师之间存在科研思维方面的差异ꎮ 核实

导师资质与能力、明确导师职责、进行以胜任力为基

础的导师与学员间多维度考评[９] 等方案可在今后

的导师制培养中对上述问题进行改进ꎮ

本研究存在一些问题ꎮ 研究设计为横断面问

卷调查研究ꎬ问卷的回收率未达 １００％ꎬ未达到预

期成果的学员可能因对问卷无应答而未包含在数

据分析中ꎬ由此会造成选择偏倚ꎮ 另外ꎬ因进修人

数的限制ꎬ本研究纳入的人数尚少ꎬ结论还需更大

样本的研究加以证实ꎮ 希望随着导师制培养方案

的进一步实施以及在其他相似专科的开展ꎬ能有

更高质量的研究不断完善导师制培养方法、探索

出有利于专科继续教育的进修医师培训体系ꎬ为
学员与导师创造更好的提升空间ꎬ实现双方互惠

的共赢局面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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